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身分別（人數計）以「30∼50歲」及

「（養）父母」人數為最多，顯示，並

非僅於新聞媒體常見的「小爸媽」、

「父或母同居人」會虐打小孩等；而施

虐者施虐原因（人次計）以「缺乏親

職教育知識」（含習於體罰或不當管

教）為主要因素，其次為「負向情緒行

為特質」，「酗酒 /藥物濫用 /精神疾

病」、「親密關係失調」及「經濟因

素」等，由統計數據可以推測，兒虐事

件並非單一因素所導致的，個人問題，

更多是家庭系統，甚至是整個社會生態

結構的議題，因此預防兒虐需要從各系

統層面進行介入，其中以家庭生態系統

最為重要。

以 Bronfenbrenner（1979） 生 態

系統理論觀點認為，多重系統環境會對

人類行為與發展造成影響，而將人所接

觸的空間、環境與社會距離，以同心圓

的方式向外分成幾種不同系統，個人被

置於核心受到不同系統緊緊包圍著，

其中與個人最為密切，即從個人出生

起，有緊密互動的系統，稱為微視系統

（microsystem），如家庭等。由此可

 
每 當新聞報導兒虐案件，施虐者必然成為眾矢之的，無人不氣憤，

施虐者確實可惡應該受到法律嚴重制

裁，然預防勝於治療，從預防的角度上

要思考，如何防範未然，協助施虐者與

兒童互動過程，有效處理困難與壓力，

未來如何，讓每位兒童在安全的環境中

平安成長。

根據衛生福利部保護服務司

2018∼2020年統計，施虐者年齡及

教養是一條漫長的道路∼
談親職教養的困難
◎林口長庚兒童心智科社工師　尤郁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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知，對兒童來說，家庭是與其切身關係

的生活環境，家庭成員中的父母 /照顧

者是其成長過程中的重要他人，父母 /

照顧者的親職技巧及教育方法對兒童具

有重要的影響。

適當親職技巧及教育方法對兒童照

顧與發展很重要，但在實務工作中，有

親職壓力被轉介的父母 /照顧者，都知

道教養是一條需要長期抗戰的漫長道

路，父母 /照顧者生活中面臨各種困境

及壓力，對於有效親職教養實在心有餘

而力不足，實務經驗綜合整理，造成親

職壓力的因素：

一、缺乏適當親職教育技巧

適當的親職教育技巧，是需要透過

不斷學習及演練的。隨著少子化現象與

家庭類型發展多元化，家庭成員人數相

對減少，親職教育觀念逐漸被重視，多

數父母 /照顧者願意投入更多的心力，

但仍被傳統教養理念深深影響著，若沒

有不斷學習及自我提醒使用適當的親職

技巧，行為反應仍會承襲上一代的傳統

方式來教養下一代。

二、家庭或工作多元角色的壓力

每個人生活在不同場域或不同關係

裡擁有許多角色，每種角色都必須花時

間心力完成應盡的義務，過程中難免會

有不相容的情形，衝突及壓力即隨之產

生。雙薪家庭需求增加，工作角色與家

庭角色佔據了生活的大部分，來自就

業與親職的衝突與壓力難以取得平衡；

此時，溝通協調及壓力調適就顯得格外

重要，如時間分配、家事分工、子女管

教及責任分擔等，即使有一方擔任全職

照顧者，教養工作也不應該全落在其身

上。

三、家庭及社會資源不足

社福體系建構相對完整、網路 /媒

體科技發達的時代，資源可以協助家

庭，教育背景、自身能力以及社經地位

等因素影響資源使用。實務經驗裡資源

使用模式可分為兩類型，一為可能礙於

自身能力不足或被忙碌生活埋沒，不知

道可從何處得到資源者，尤其當家庭內

部支持不足時，不知道可以對外向誰求

助，此時的父母 /照顧者容易因困難及

壓力劇增而失去親職功能；而另一種為

向外求助能力良好，獲得大量資訊，但

不知如何選擇何種資源才是符合自身可

用的，此時的父母 /照顧者，會獲取大

量親職概念和技巧，可卻不知如何選擇

應用，投注許多心力但效果不彰，事倍

功半的結果就容易放棄，甚至影響自身

情緒。

每個行為背後都有特定的原因，施

虐者的暴力行為亦是，司法介入之時傷

害已造成，若要降低暴力行為，應先了

解其背後的困難及壓力處境為何，才能

及早提供協助。最後，沒有人一出生就

會當父母或擔任稱職的照顧 /教養者，

良好的親職是必須透過種種的學習與體

驗才能找到適切的方法，資訊發達的年

代善用各種資訊，轉化為適當的親職互

動，讓親職雙方都能得到適切的照顧，

才能從根本預防兒虐發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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